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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话语学会首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-25 日在武汉市和十堰

市召开。会议由全球话语学会、全球修辞学会主办，湖北工业大学和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承

办。会议主题为“全球话语体系建构：全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战略对策”。 

 

来自南非、德国、美国、意大利、日本、英国以及中国大陆、香港、台湾等地的数十位

专家学者将出席会议。施旭（杭州师范大学）、吴克宇（中央电视台）等专家学者将应邀分

别发表题为“话语研究方法论的中国模式”、“创新国家话语体系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”的

主旨演讲。 

 

全球话语学会简介 
 

全球话语学会现为全球修辞学会分会，成立于  2015 年 4 月 17 日-19 日在江苏师范

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国际语言传播学前沿论坛。会长单位为北京大学，副会长单位包括湖北工

业大学等，理事单位有四川外国语大学、江苏师范大学、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（帕克校

区）、华中师范大学、中国台湾南华大学传播系等数十所高校。全球话语学会秘书处所在地

为北京大学。 

全球修辞学会于 2012 年 10 月成立于在韩国仁川大学，其前身是 2007 年 7 月成立于法

国的世界汉语修辞学会。全球修辞学会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（UNESCO）下属的国际现代语

言文学联盟（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, the 

FILLM，http://www.fillm.org）正式成员。全球修辞学会会长、北京大学陈汝东教授兼任

国际现代语言文学联盟委员会委员。全球修辞学会秘书处所在地为北京大学

（http://www.worldrhetoric.com/）。 

全球修辞学会为全球非赢利性国际学术组织，由世界各国从事新闻学、传播学、语言

学、文学、伦理学、法学等领域研究和教学特别是从事修辞学研究或教学的学者、研究人

员、爱好者以及媒体人员等组成。学会目前由来自中国、美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德国、英

国、南非、墨西哥、澳大利亚、阿根廷、埃及、保加利亚、丹麦、芬兰、韩国、日本、加拿

大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学者组成。全球修辞学会的宗旨为“学术·文化·友谊”。 

国际现代语言文学联盟成立于 1928 年,1951 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哲学与人 

文科学委员会(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Philosophy and Humanistic Studies), 目前拥有 

7000 多名会员,下辖 30 多个国际学术组织。 
 

全球修辞学会、全球话语学会  秘书处 

2016年 9月 18日 

 

http://www.worldrhetoric.com/


 

话语研究方法论的中国模式 

 

施旭 

（杭州师范大学话语与文化研究中心，中国杭州） 

 

     西方语境下创立的话语分析方法论（包括实证主义、文本中心、语言学、语境决定

论）, 不能套用于中国话语，因为语境有文化差异：比如言不尽意，行重于言，多元统一，

变化发展；而且中华学术有独特的智慧：比如听其言观其行。因此，为创立民族文化的学术

身份、发出自己的声音，为推动国际话语学术的文化对话与创新，中国学者应该建立自己的

方法系统。本文通过跨历史和跨文化的探索，提出一套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应该遵循的总体方

法原则：整体全面、辩证多元、理性/经验并重、中外兼顾、探索不止；以及在该原则系统

指导下随研究目的和材料性质而选择的具体策略。作者以涉及人权事业、贸易纠纷、城市发

展、国防安全的话语研究实例，说明该方法系统的使用要点。 

（专家简介：施旭，浙江嵊州人，阿姆斯特丹大学博士。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。

杭州师范大学教授，话语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。） 

 

 

创新国家话语体系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
  

吴克宇 

（中央电视台总编室，中国北京） 

 
近年来，媒体生态和舆论格局发生深刻变化。面对新媒体巨大冲击、电视行业竞争加

剧的局面，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阵地，作为电视媒体中的“国家队”，中央电

视台始终坚持内容为王，“把创新创优作为推进和提升央视工作的重要驱动策略”，不断增

强自主创新、原始创新能力，努力形成“播出一批、储备一批、创作一批、谋划一批”的良

性格局。积极创新国家话语体系，努力推动媒体融合发展。 

（专家简介：吴克宇，中央电视台节目研发部主任，高级编辑，经济学博士，北京大

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，曾担任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编导、主编）。 

 

 



论央视扶贫报道的政治修辞 
 

冯瑞珍 

（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，中国保定） 

 

        十三五期间农村人口要实现脱贫的目标，与此同时，国家在现代化转型的攻坚阶段大力进行脱贫运

动，由此，央视 2015 年 4 月到 2016 年 5 月涌起了扶贫新闻报道的高潮。央视扶贫新闻的报道是一次国

家自上而下的政治修辞，在这次历时长久的新闻报道中，有首脑型政治修辞、有功能型故事的政治修辞

框架，也有党国-群民关系神话重构的政治修辞。另一方面在这个修辞话语场中，“农民”作为政治修辞

的客体效果不佳，二元对立的修辞手法也导致执党群（国民）原型关系重构中出现不可避免的裂痕。 

 

外交话语学术史考察 
 

杨巧燕 

（南京大学，南京，210093；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，杭州，310024） 

 

     外交话语是外交话语权的基础。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，地区大国的国家身份得到广泛认可，

中国政府和学术界意识到话语权竞争将是大国政治的常态。如何突破美国的话语霸权，如何构建中国的

外交话语体系是当前中国外交的首要课题。西方外交话语研究起步早、成体系、成果多，是造就美国话

语霸权的重要因素之一。本文追述外交话语研究的渊源，总结和对比国内外研究外交话语的研究途径和

研究议题，并探讨外交话语研究的意义和局限。最后，本文探讨外交话语未来的研究方向，以及中国外

交话语的困境及破解之路。 

 

新世纪中国体育话语空间的建构 
 

刘媛媛  

(广州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与传播系，510500) 

  
        国家话语研究是当前话语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。奥运会作为全球文化盛事，是展示国家形象的重大

舞台，在这个舞台上，中国体育话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。基于此背景，本文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

来的北京、伦敦、里约三届奥运会中选取适当个案，从中国体育话语传播内容、中国体育话语传播功

能，中国体育话语传播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几个层面入手进行研究。本文以“国家话语”基本理论为根

基，尝试建构中国体育话语空间，既是延续以往话语研究的优良传统，也是体育人文学科研究过程中另

辟蹊径的有益尝试，从近三届奥运会的个案分析中，最大限度地透视中国体育话语的真相，建构中国体

育话语空间，对未来重大的竞技体育赛事话语传播提供一定的借鉴。 


